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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软件工程教学多以教师授课为主，教

师讲述知识点，学生听讲记笔记，而实践环节不

足，学生主动参与和亲身实践的机会比较少 [1]。

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可能对知识点领悟得不

够深刻，主动性也难以被调动，专业技能浮于表

面，影响他们将来的发展。这也与目前软件行业

对人才的要求脱节。 

针对上述传统软件工程教学的弊端，一

些研究者进行了新的教学方法探讨。例如，问

题引导式教学方法（Question-Driven Teaching 

Method，QDTM）要求教师通过讲解实际问题

引起学生思考，从而使学生掌握知识 [2]。简练

教学方法（Refining Teaching Method）针对比较

难的知识，避免教师越讲解，学生理解越模糊

的情况。此外，“讨论式教学方法（Discussion 

Teaching Method）”、“发现式教学方法（Discovery 

Teaching Method）”和“探 索 式 教 学 方 法

（Exploring Teaching Method）”在一定程度上也激

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3]。然而，这些教学方法

还是以学生听讲为主，对学生的实际操作、团队

合作及综合应用能力的提高收效不足。

1 项目式教学的必要性

1.1 软件工程教学的特点

软件行业本身的科学性、技术性、应用性

和工程性决定了软件工程教学的特点——知识学

习、技能训练和工程训练并重。学生只有真正掌

握一定的理论知识，熟悉了相关技能，并具备工

程的思想，才能够顺利地完成项目 [4]。

对于不同的教学方法，产生的效果一般是不

同的。衡量软件工程教学效果的标准：一是能否

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二是能否培养学生的软

件设计、开发等应用技能 [5-6]。只有当学生自主

探索，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够真正理解、领悟软

件知识。而传统的教学方法在这两个方面的效果

都不尽人意，因此有必要寻找一种有效的教学方

法来弥补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

1.2 项目式教学的发展

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既理解课堂介绍的

内容，又能有效地应用于实践，真正掌握软件

开发技术，是目前教学中比较突出的议题。因

此，为防止国内软件工程教育与软件产业脱

节，需要改善原有的教学方法。项目式（Project-

Based）教学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教学示

范。这种方法强调以项目为驱动，“逼迫”学生

自学和动手，从而深刻地思考课堂知识，并应

用于实践。项目式教学有多种实现方法，例如与

课堂授课配套的小系统、小游戏开发，毕业设

计中实现较的软件等。而课外竞赛也是一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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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式教学辅助方法，最近几年愈发引起高

校重视。

McMaster University的健康科学院（Health 

Sciences）在上世纪 60年代就提出了基于问题的

教学（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7]。这种

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1）以具有挑战性（challenging）、开放式

（open-ended）、不明确的（ill-defined）以及结构

模糊的（ill-structured）的问题来引导。

2）学生往往是以合作小组（collaborative 

groups）形式进行学习。

3）以 学 生 为 中 心， 以 教 师 为 引 导

（facilitators）来组织学习。项目式教学可看作基

于问题的教学方式的演化。

项目式教学也具有上述特点，因此也能提

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

培养，对学生将来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提升

作用。

通过项目式教学方法，学生除了提高以上几

种能力以外，其他方面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例

如，在项目式教学中， “翻译”能力是将模型、方

案转变成代码实现的一种能力；洞察能力是学生

要对项目需求、功能、原理以及模型等进行深入

分析的一种能力。教学研究表明，通过对“基于

项目学习”和传统教学在讲解网络设计时产生的

效果进行比较，“基于项目学习”的教学方法会

比传统教学方法能够更有效地传授知识。

1.3 传统项目式教学存在的问题

项目式教学对软件工程教学的良好展开具有

积极意义，但是，项目式教学的具体实施还存在

以下问题：

1）目前国内高校软件工程项目式教学的实

施经验尚浅，所谓的“项目”多是虚拟的，在一

定程度上达不到项目式教学的效果。

2）国内的教师和学生已经适应了传统的教

学方法，改变存在阻力。

3）许多教师自身从事软件项目开发经验不

足，很难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生得不到真正

的锻炼。

4）项目式教学花费的时间比较多，而分配

给项目式教学的课时有限。

综上所述，在国内展开项目式教学需要长时

间的过渡期。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寻找一种具体

有效的实施方法加以辅助，课外竞赛是一种有益

的方法。

软件行业对软件人才的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

要求日益提高。目前，各界针对计算机专业的学

生举办了许多软件编程、开发类的课外比赛，试

图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并发现人才。这些比赛更

加贴近现实应用 ,更强调创新性。比赛项目要求

学生组成团队，综合课堂所学的知识，并自学必

要的新知识、新工具和新技能，合作完成作品。

比赛具有较强的探索性，可作为传统项目教学的

重要补充，因而成为可行的“项目式”教学方法

促进软件工程的教学。

2 课外竞赛是一种重要的项目教学手段

2.1 课外竞赛调动学生主动性

软件工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学生只有亲

自动手，参与到实际的应用，才能够真正掌握必

要的知识和技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越高，获得

的知识越多，形成良性循环。根据 Edgar Dale的

“学习金字塔（Cone of Learning）”理论，对于一

个知识点，主动动手学习的学生在两周之后能够

掌握 90%的知识，而只是上课听讲的学生只能

够记住 20%的知识。显然，学生通过实践，学

习的效果更加明显。学生亲身参与课外竞赛，就

可以主动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2.2 课外竞赛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课外竞赛形式多样，尤其是软件公司赞助

的竞赛，更强调应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竞

赛中的收获感和荣誉感会驱动学生主动学习，

并加强探索和合作意识。与传统的项目式教学方

法相比，课外竞赛培养了学生的各项能力。学生

在整个竞赛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问题，包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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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的选择和应用、新知识的获取、与同伴

的合作交流、知识的应用创新等。经历完整的

课外竞赛后，学生的各种能力，包括自学能力、

合作能力、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都会有比较大

的提升。

1）自学能力。

软件技术发展是迅速，自学能力对软件工程

专业的学生来说非常重要，学生要适应软件技术

的发展就必须具备很强的自学能力。课外竞赛，

强调学生主动学习、主动获取知识，因而学生的

自学能力将得到提高。

2）合作能力。

课外竞赛经常要求学生以团队方式参与，这

就要求学生们要相互协调，合理分工，集合集体

的智慧来解决实际问题 [8]。

3）应用能力。

如何在实际问题中应用所学的知识是目前

软件工程类教学存在的突出问题。很多传统的

project教学采用的是虚拟应用场景，对现实需求

可能做了简化。课外竞赛很多情况下是基于实际

需求，学生需要将知识运用于实际，解决各种问

题。而这些问题在传统的教学中因需求的简化而

经常被忽略。

4）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对学生将来的发展极其重要。课外

竞赛带给学生很大的自由空间，学生完全可以按

照自己的想法去实现实的可能性。

2.3 课外竞赛体现项目式软件教学的基本思

想和作用

课外竞赛是一种重要的项目式教学方法。以

复旦大学软件学院为例，学院近几年均会举办

“三叶草”软件开发竞赛。2011年第三届“三叶草”

软件竞赛的主题是“自适应软件”，要求学生在

手机平台上开发具有自适应特点的软件。“自适

应软件”是目前软件行业很热门的主题，但了解

相关技术的学生并不多。这次比赛更强调应用场

景的设计。

历届三叶草竞赛特别强调立意新颖。本届冠

军队作品手机微博软件，不仅功能强大、界面美

观，更体现出绝佳的创意，获得一致好评。亚军

队的作品定向新闻体验，可以根据用户的具体使

用情况预测用户的新闻偏好，立意新颖有趣。

参赛队为了完成项目，首先解决组队问题，

根据项目需求找到知识能力互补、善于合作的

队友，然后将软件开发知识综合应用于竞赛，

包括软件开发测试、手机应用开发技术和“自适

应软件”等知识。赛后学生也积极总结了项目完

成时出现的问题。例如，手机应用开发平台知识

匮乏、自适应需求场景设计不足以及成果汇报

总结与展示不到位等。另一方面，这种课外竞赛

对传统的项目式教学也有促进作用。软件开发课

程相关教师（参赛指导老师）在指导学生参赛的

过程中发现学生知识和技能的薄弱点，并反馈

在日后的教学中。此外，获奖作品也可以作为生

动的一手教学案例，用于将来的课堂教学。可

见，课外竞赛不仅对学生学习软件开发知识具

有很重要的意义，对教师改进教学也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当然，可能只有一部分同学参加课外竞赛，

这是课外竞赛项目式教学的不足。这就要求软件

工程教学加强课外竞赛的同时，也要增加传统项

目式教学的改进，促进更大范围的项目式教学。

在实施课外竞赛、促进软件工程项目式教学

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一些问题。例如，课外竞

赛的频率不宜太多，主题也不宜太宽广。竞赛还

应着眼于想方设法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这些问

题需要在未来的教学实践中摸索。

3 结语

软件工程教学要让学生真正掌握知识、技

能，就需要让学生主动参与，并充分培养学生应

用知识的能力。项目式教学方法是以学生为主、

教师为辅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培养学生的实践和创新精神。课外竞赛作为一种

有效的项目式教学法，可以与其他传统的项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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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相结合，以点带面，激发学有余力的同

学积极参加。教师也可从中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改善教学质量。课外竞赛的作品为开展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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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

因此，我们建议学院聘请若干教学经验丰富

的计算机专业领域教授，组成学院计算机教学指

导委员会，该委员会隶属教务处管理。在制定人

才培养计划时，凡涉及计算机技术课程设置的内

容，应充分听取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建议。该委员

会负责全院计算机教学活动的监督协调，对教学

内容调整的建议进行论证。

2）师资队伍建设。

计算机知识更新迅速，这就要求专业教师

在教学工作中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学

院应根据专业发展的需要，从各方面创造良好

条件，鼓励教师进修学习，培养一批专业素质

高、科研能力强的优秀中青年教师，形成稳定

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提高学生计算机应用的整

体水平。

3 结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1+X”模式教学改革是随

着社会经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提出的，是随着

企业对毕业生计算机技能需求的变化而诞生的。

计算机技术专业教育工作者要付出更多努力，探

索新的教学方法，继续进行改革探索，培养更加

符合社会需求的合格人才。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的意见[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17-22.

[2] 卢山, 徐天晟.财经类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1+X”课程体系的建设[J].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2010(9): 166.
[3] 张建宏, 马德骏. 高校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课程1+X教学模式的探讨[J]. 理工高教研究, 2007(3): 116.
[4] 叶惠文, 杜炫杰. 华南师范大学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基础教育改革思路与实施方案[J]. 计算机教育, 2008(1): 12.
[5] 杜炫杰. 广东省高等学校计算机课程教学改革调查报告[R].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中心, 2007.

 （编辑：张玥）

项目式教学提供了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

析，其他学生更容易理解课堂内容，形成良好的

教学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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